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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动“法院+工会”联合调解 
打造府院联动“护薪”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

问题的决定》，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关于

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，落实

人社部《关于实施“护薪”行动，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

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，结合梅河口实际，推动建立“法院+

工会”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联合调解制度，夯实

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，依托诉调一体对接工作机制，全流

程将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域矛盾纠纷化解纳入法治

化轨道，确保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生机活力，不断增强我

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不断增强我市企业的社会责

任感，推动建立法治有序、高效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。 

一、现实意义 

就业问题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是涉及到民生和稳定的大事，

随着我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进程不断加速推进，

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和企业来梅经营、建厂，建设工程中

农民工工资保障和企业用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事前积

极预防和事后妥善解决，不但关乎民生，更关系发展，开展

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多元化解工作，是坚持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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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，发挥人民法院在多元解纠

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、推动、保障作用，共享信息资源，

共同参与非诉方式化解纠纷的工作，通过工会积极协调、法

院搭建平台、律师充分参与，完善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

资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快速化解纠纷，同时借

助信息化方式将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调解协议提

交法院进行司法确认，实现司法确认当场申请、法院确认线

上作出、裁定文书当即送达，使调解结果具有权威性、强制

性和终结性，公正高效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，共同构建和

谐劳动关系、用工关系，优化法治营商环境，开拓民生保障

渠道，建设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社会治理共同体，共同打造

平安、和谐、法治梅河口。 

 二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在市总工会设立“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

纷调解室”，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确定专人负责诉调对接

工作，畅通经调解不成的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

立案绿色通道。 

（二）法院接收到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后，

引导矛盾双方当事人到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调解室接

受调解，对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，引导当事人提交仲

裁审查确认或由调解员将相关资料模块化录入人民法院调

解平台申请司法确认。 对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属



3 
 

于仲裁前置案件的，引导当事人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申请仲裁；不需要仲裁前置的，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申请

网上立案。 

法院收到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起诉后，在

遵循自愿原则的基础上，积极引导诉前调解，加强诉前委派

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工作，强化业务指导，不断促进调解工

作室提升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。 

（三）劳动争议调解室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调解工作

室的调解人员由总工会自行选任，并应充分利用律师调解的

力量，强化调解的专业化。市总工会发挥协调功能，直接对

接各个企业的工会，市总工会与各企业的工会联合调解，直

入纠纷一线，充分了解企业用工情况和纠纷的具体情况，指

导企业规范用工、引导劳动者正确维权，保障劳动者权益。 

三、取得成效 

自 2021年 3 月份发布《关于开展劳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

工资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梅政法联发﹝2021﹞

3 号）以来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与市总工会依托建立的“劳

动争议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联合调解机制”共联合调解涉

及劳动者切身权益的纠纷 7件，其中 5件达成调解协议并经

法院司法确认，2件调解不成功通过律所通道导入诉讼程序。

针对在纠纷联合调解过程中发现的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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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漏洞，市法院和市总工会联合切脉问诊、一同开具良方，

成功实现了因地制宜促进企业发展和因案施策维护劳动者

权益的“双赢”，实现了法院延伸司法触角和工会零距离关

心职工的双赢，打造了府院联动的“护薪”版。 

 

  

 


